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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通常有兩個層面的指涉意涵，一是從世

俗實用層面來說，它是指寫給兒童看的文學作品，一

是從學術研究層面來說，它是指研究兒童文學作品的

學門。從影響流布來說，不論是創作給兒童看的文學

作品或是研究的成果，都是要轉化成書，才得以流布

產生影響，因此談論兒童文學的發展，常透過兒童文

學圖書來觀察。然而一般談兒童文學圖書，常只談給

兒童看的童書，很少談及兒童期刊，更少談及專業的

論述圖書和專業雜誌、學刊。筆者認為要觀察一地區

的兒童文學發展狀況，應從這兩個層面來看才會比較

完整。筆者平日偏愛兒童文學史，長年關注國內兒童

文學的發展，鑑於國內兒童圖書出版，一般童書過多

外來翻譯版本，專業兒文期刊、論著更是貧弱欠缺，

本文即擬從這兩個層面，就2015年臺灣本土兒文出版

品，挑出個人認為比較有開創性和歷史意義的年度指

標圖書，敘介它們在臺灣兒童文學發展進程中具有的

意義。所挑圖書分成「年度標竿圖書」和「年度類指

標圖書」兩大類。指標具有方向、走向匯聚的意義，

標竿是指標的指標，是最具代表性的意思。年度標竿

圖書不分類別，原則上每年度只選出一種；年度類指

標圖書以本土各類兒文圖書為挑選，各類不限一種，

但也不多過三種，當然也可從缺。挑選觀點是個人

的，是較偏向史的角度，不代表、不偏愛哪個單位或

出版社，純粹出於一個研究者的讚許性鼓勵，竭誠歡

迎批評賜教。

觀察一地區的兒童文學發展狀況，宜從一般童書、童刊和專業兒文期刊、論著兩個

層面來觀察，才會比較完整。本文是就2015年臺灣本土兒文出版品，挑出筆者認為
比較有開創性和歷史意義的年度指標圖書，敘介它們在臺灣兒童文學發展進程中具

有的意義。所挑圖書分成「年度標竿圖書」和「年度類指標圖書」兩大類。

另類觀察：2015年國內本土
兒童文學指標圖書
文‧圖──洪文瓊　國立臺東大學兒文教育研究所退休副教授

《臺灣兒童文學叢書》

臺文館計畫自2015年起每年都推出一套兒童文學

「閱聽叢書」，分別挑選國內現在還健在，且較資深

的爺爺／奶奶級童書作家加以介紹，將作家自挑作品

編成一本有精美插畫的童書，並加附一片讓作者介紹

自己的訪問錄影DVD，和一片請作者朗讀自己作品的

CD。因此可以說是一套能讓我們看到、聽到爺爺／

奶奶級大作家的身影和聲音的「閱聽叢書」。2015年

出版的第一套，介紹六位爺爺／奶奶級大作家，年齡

2015年度
本土兒文標竿圖書

2015
＊＊＊

年度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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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是96歲的華霞菱詩歌奶奶，另外還有林良、馬

景賢、趙天儀三位詩歌爺爺，和兩位故事爺爺校長黃

郁文、傅林統，也都是80歲以上。

這套閱聽叢書值得特別推介，除內容、表徵方

式多元，插圖、影音及包裝均具水準外，主要是它具

有幾方面重要的意義。一是出版計畫由國立臺灣文學

館提出，意謂兒童文學已正式受到臺灣文學館的重視

（林良先生在今年國際書展此套書發表會上，就公開

表示此套書出版的重大意義是臺灣文學館已把兒童文

學視為文學的一環）。以往臺灣文學館在典藏、研究

與出版方面，一向以成人文學作家為主，較忽略兒童

文學這一區塊，此回能為國內六位資深兒童文學作家

出版一代表性的作品及訪談錄影，可說是臺文館重視

兒童文學的一個具體行動。這個行動同樣也具有對

《臺灣兒童文學叢書》一套六本：《海上旅行》、《沙發》、

《小問號》、《西北雨》、《雪地和雪泥》、《河童禮》。

國立臺灣文學館策畫，國語日報編製，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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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詩歌類│《台語囝仔歌  月光夜市過新年》
使徒出版社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屬下

單位，是一個宗教性的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樣毫無宗教色

彩的圖書，十分值得肯定、喝采。更難得的，這一本是由

國內祖師級的作畫家合作完成，作者林武憲老師是國內數

一數二的國臺語雙棲兒歌作家，也是國內詩歌作品被譜成

曲最多的作家。本書所選作品都是林老師精心用臺語創作

的，有十足的鄉土味。插畫又由熱愛鄉土的前輩畫家鄭明

進老師繪製，文圖相互輝映。書內各首兒歌都附有臺語羅

馬拼音，方便讀者唸出正確臺語，每首又另外附有英譯和

歌譜，而且還有CD。在CD中，每首都提供給親子共賞的

臺語情境解說、臺語唸讀、兒童演唱和歌曲背景樂演奏。

使徒出版社這本臺語兒歌圖書，不論是語文和主題的獨特

性、表徵方式的多樣性以及文圖所具的鄉土味，在國內都

是相當少見。尤其就臺語鄉土童書來說，本書更是具足多

方面典範性的指標。

《台語囝仔歌 月光夜市過新年》（書+CD）（精裝）
文：林武憲，圖：鄭明進，使徒出版社，2015.02。

2015年度
本土兒文年度類指標圖書

2015
＊＊＊

年度指標

我國兒童文學資深耕耘者表示敬重的意味，對國內兒

童文學頗有鼓舞的作用。而從留存史料的觀點來看，

能為資深的兒文作家留下影音資料，更具有保存史料

的高度價值。作家「現身說法」的影音資料如不在生

前設法採拍留存，常會給人空留遺憾的感嘆。如這一

次出版的六位作家，很遺憾地華霞菱女士、馬景賢先

生都沒有看到這一套叢書正式出版就往生了，就是幸

好有這一套叢書的出版規畫，保存了華女士、馬先生

兩位資深兒文作家難得的生前影音資料。正是由於臺

文館策畫出版這一套臺灣兒童文學叢書具有多方面意

義，筆者把它選為2015年度本土兒文標竿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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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雜誌類│《青春共和國》

如依聯合國198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對兒童界定為「未滿

十八歲以下的自然人」，則兒童應該包括國高中，乃至大學一、二年級

的青少年。兒童雜誌以不同年齡層作為區隔出版，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指

標。目前國內以年齡層作區隔，從嬰幼兒到國小、國中各年齡層的兒童

雜誌無一不有，但真正以青少年（高中職到大學）為訴求的，可說完全

空白。2015年10月居然有以青少年為訴求的《青春共和國》雜誌創刊，

令不少業界人士擔心會不會曇花一現。該刊為非文學類型雜誌，以社會

議題為主軸，每期提供適合青少年適讀的內容，一年11期，每年四月另

外製作教育趨勢特刊，供父母、師長或臺灣教育人士閱讀，增進青少年

與成人之間對教育議題的對話與聯結。社長馮季眉說他們「想做一本陪

伴青少年心智、知識、態度，邁向成熟的『準備之書』，一本不媚俗、

非關課本的通識雜誌」，可說既有理想又有魄力。在一向以升學為導向

的國內大環境，竟然敢揚揭「非關課本」的大纛，實在另類。319學運我

們看到青少年學子覺醒的活力，青少年覺醒是很需要這類可開拓視野、

啟發國際觀的刊物，是字畝公司前瞻看出這股需求？還是要創造需求，

引領年輕新世代更深刻的覺醒？不論如何，《青春共和國》的創刊，的

的確確為國內兒童雜誌樹立一個新的指標，它如能立足存活，意謂臺灣

將有充滿向上提升的未來，是臺灣的福氣。

專業研究論著類│《兒童文學風向儀 》
就臺灣整體兒文發展來說，兒童文學專業書刊出版方面可說是

最弱的一環，一方面專業雜誌、學刊缺乏，一方面本土專業論述研究

不多，論述引用常是言必稱美、日乃至大陸，說是仍處美日強勢文化

殖民之下實不為過。十分令人欣喜的，2015年兒文專業論著有傅林

統校長的《兒童文學風向儀》一書問世。傅校長是國內兒文界少有的

創作、研究、評論、教學兼跨的四棲達人，也是國內數一數二創作量

豐富，又有研究性論著的作家。論述專著由於市場關係，國內出版社

一般都不願意出版，傅校長這一本論述就是在桃園縣文化局補助下，

《兒童文學風向儀——「兒童文學的現代思維與風尚」論述》

作者：傅林統，桃園市政府文化局補助出版，2015.12。

《青春共和國》，月刊，字畝文化創意有限

公司，2015.10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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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狼．繪本誌1》，年刊，圖畫書俱樂部
企畫製作，天衛文化出版，2015.08創刊。

自行安排出版的，十分難得。他在書的自序自喻是「站在塔樓頂上的風向儀，雖然不會改變風向，但會準確地

指出風的方向，時時刻刻仔細記錄風的力量，更會聽見風的呢喃，記下他從遠方帶來的信息」，可說很貼切地

點出此書的特色，也很謙虛表達了他自身所具有而為他人所不及的洞察力。書以「風向儀」取名，極具畫龍點

睛之妙，也反映出他用詞精準貼切、平實不浮誇的風格。在書的首章，他點出當代近十年來兒童文學的奇幻風

向，其他三章則引證中外兒文作品，歸納出現代兒童文學創作的發展趨向──趣味取向、文學性取向、童話的

深層象徵與心理輔導。其中他以主編九歌出版社民98、99、100年度童話選的經驗，提出臺灣童話奇幻化的觀察

（第一章第十一節），對臺灣民間故事的再生與趣味化所寄予的期許（第二章第八節），以及對童話深層象徵

的論述提供諸多例示，相信關心臺灣兒文發展者，尤其是創作者、出版社編輯，讀了應會有特別的感受。本書

傅校長不是在建構兒童文學理論，而是提出他對兒文風向的敏銳觀察，是以沙場老將對後輩殷切告知當代兒文

的發展方向，做醍醐灌頂的提醒點撥。因而，如說本書是傅校長給國內兒文界的金玉良言，也不為過。

專業雜誌類│《大野狼．繪本誌1 》
圖畫書／繪本是國內當今兒文界軍容最壯大的一支，國

人投入創作、出版和消費的人口都是最多，可是令人訝異的，

國內迄今未見成立公開的全國性圖畫書社團，只有個別的微型

小團體在運作，其中最有活力且持續最久的當屬「圖畫書俱樂

部」。令人敬佩的，該俱樂部在邁入第二十年時（2015），

熱心企畫創刊了這本《大野狼．繪本誌》。在創刊詞中，說圖

畫書俱樂部成員決定為自己，也為喜歡繪本的大人創作一本

MOOK（magazine book），且說取名「大狼」是與臺語「大

人」諧音，意指是要給大人看的雜誌。內容有「大人的繪本

生活」、「用繪本記錄生活」、「圖文創作集」三大類，有

論述、有採訪、有創作作品（創刊號就刊有15匹野狼圖文創

作），更難得的是也有日本的繪本團體「繪本探險隊」熱情相

助，比前幾年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出版的《繪本棒棒堂》

季刊（2005年9月創刊，發行至2011年1月，共20期），內容更

為多元，更為生活化。雖只是年刊，且多少有日本《MOE》的

味道，但在國內，卻是具足開創性的民間版，十分值得肯定，

希望今年能繼續推出，甚至能朝季刊發展。當然背後支持發行

這一繪本誌的天衛文化出版公司，我同樣也要說聲「讚」。


